
新生入学第一课
8 月 31 日，安徽省淮北市

杜集区树人中学为高一新生举
办了一场别具特色的比赛———
叠被子。 选手按照部队训练新
兵的标准，在规定的时间内，看
谁把被子叠得方正整齐。 学校
希望通过此次比赛， 能提高学
生独立生活的能力。

孟德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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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读芬兰教育成功密码
本报讯 （记者 吴绍芬） 8 月 26

日，国际教育名师“对话北京”项目启
动仪式暨首场对话活动在北京师范大
学举行， 来自北京中小学校的校长和
骨干教师共 60 余人参加活动。

此次活动以 “芬兰教育名师名家
对话”为主题，共同解读芬兰教育成功
密码。 芬兰坦佩雷大学教授蔡瑜琢认
为， 卓越的教师和师范教育是芬兰教
育成功的基础。在芬兰有着 20 多年教
育工作经验的尤卡看来， 芬兰教育成
功的关键在于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核
心技能， 并致力于推动学校改革与创
新。据悉，此项“对话北京”项目为期一
年，还将涉及美国、俄罗斯等国家。

培训提升教师职业道德
本报讯（通讯员 杨远明）为激发

教师热爱本职工作、 提高教师的职业
道德，8 月 27 日，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
区柳陂镇教育系统 2015 年师德培训
动员会拉开序幕。此次培训主题为“守
规矩，讲纪律、增活力、强素质”，该镇
400 余名教师参加了该项活动。 会议
强调， 所有教师一定要围绕 “四有教
师”要求，增强师德意识的自觉性。

如果说招收 9 年级至 12 年级且只有
300 名在校生的石溪中学像庄园，那么致
力于 K-12 教育的 1200 名在校生规模的
哈克里中学就像一所城堡中的学校，116
年的建校历史让走进学校的每一个人都
能感受到这所学校的传统与厚重。

然而，就是这样一所“古典老派”的学
校，却在议程单上赫然写着交流主题———
“O2O”（线上到线下）。 当传统与未来相
遇，这所学校如何应对？

一切从支持教师有效教学开始

在哈克里学校担任校长职务将近 20
年的约翰逊始终身处无形的压力之下 。
如何让学校既保持自身传统优势，又能与
时俱进，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必须通
过主动变革向家长宣告， 我们提供的依然
是最好的教育”，约翰逊说这话时语气并不
轻松，“转型的关键在于教师， 但最大的挑
战在于教师本能的抗拒， 因此我们必须从
支持教师有效教学开始。 ”

哈克里学校有两位技术主管———埃
里克和爱德华。 他们认为， 要改变教师，
必须重新定义课堂。 他们致力于为教师
提供有效的教学工具，从每天一点点改变
课堂开始，而不是为了技术而选择技术。

机遇来自于 2012 年冬天， 一场大雪
让两位数学教师无法来学校上课，一边是
教学进度问题，一边是等待的学生，两位

教师一筹莫展。 此时，技术教师为他们提
供了录制微课的工具，并远程教会了两位
教师如何使用。 下大雪的那几天，学生通
过教师在家录制的每集 10 分钟的微视频
完成了学习目标。

这一事件对教师们的影响很大，他们
认为，10 分钟的微视频将教学内容提炼
成更为精要的几个知识点，有利于学生按
需吸收； 微视频增加了提问等互动环节，
使教师可以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想法；在网
上看到“自己的老师”，还能穿越空间深入
探讨，这让学生们备感亲切……

这次事件之后，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
接受改变。 于是，技术主管为每名教师提
供了模板，教师按照学生的特点和自己的
特长， 创建富有特色的班级管理平台，家
长们也可以通过这一平台了解孩子的学
习状况；技术主管给教师提供更多的在线
学习工具和资源，让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
的同时在线互动， 实现 24 小时无边界学
习的目的……

谨慎推动教与学方式变革

技术悄悄地影响教师的日常教学，也
渐渐地影响学生的学习。 2013 年，哈克里
学校启动高一学生自带 iPad 等电子设备
进学校项目，2014 年又推动新一届高一
学生加入。 约翰逊解释说，我们不急于全
面铺开，因为通过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
试水，才能让教师处于既不拒绝也不盲目

跟风的状态。
对于这个项目，哈克里学校既拥有开

放的心态，也保持适度的警醒。约翰逊说，
“我不太相信技术的替代性。 任何时候，
实践体验都非常重要。 ”他认为，在线教
育虽然比较便宜、便捷，但未来依然会有
许多家庭为孩子选择有社交环境的学校。
不过说到这里，他又显得犹豫起来：“美国
选择‘在家上学’方式的人越来越多，想想
恐龙都灭绝了，未来还有什么不可能发生
的事情呢？ ”

在哈克里学校，从校长到技术主管都
抓住教师这一核心群体，通过支持其有效
教学，并以年级为单位谨慎推开，这是学
校拥抱变革实现转型的主要策略。 约翰
逊说，任何时候“内动力”都是最重要的。

因此，面对变革的时代，哈克里学校
更多地关注如何激发师生的内动力 ，尤
其是教师的内动力： 学校给教师提供有
效的工具，教师可以选择是否使用；学校
每年暑假组织技术夏令营， 邀请教师们
参加， 同时将重点锁定在关键人物———
中层或项目主管； 学校还鼓励教师自主
开发电子书， 并允许学生下载教师的资
料、板书和笔记，这样可以让学生摆脱实
体书的限制。

哈克里学校还有一条重要策略 ，就
是绝不把 “技术应用 ”作为指标评价教
师。 “我们只想推动教师保持学习的动
力， 而不会用这样的指标去评价教师 ，
不能让这样的规定使教师迷失自我 。 ”

两位技术主管如是说。

哈克里学校的启示

在哈克里学校，我们看到了一所历史
悠久、传统深厚的学校如何在转型的道路
上前行，而其中有几条启示值得借鉴：

教师是学校变革的关键人群，让教师
投身变革的动力在于让其看见自身教学
有效性不断提升， 只有坚持这条主线，才
能让教师摆脱对技术的“本能抗拒”。

学校明确提出，“用技术” 只是方法，
根本目的在于让教师在一个变革的时代
保持“学习力 ”。 因此 ，学校尽可能避免
“技术灌输”，让教师在自身学习的过程中
发现技术优势，从而促进教育教学。

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给全球教育同
行一次“重新定义学校、重新定义课堂、重
新定义教师、重新定义学习”的机会，哪怕
是像哈克里这样的百年老校，也正在经历
这样的过程。 谁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学习
的价值，谁能把学习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上， 谁能更及时地满足未来的学习需求，
谁就能够赢得未来。

总之，哈克里学校是一所能够折射当下
美国最真实教育状态的学校———学校处在
变革之中，面对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学校
在突破与观望中亦步亦趋，在坚守与改变中
小心翼翼，在让学校获得更好的排名与让学
生拥有更好的人生之间徘徊犹疑。 但，它在
改变、在生长、在选择中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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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明远教育奖”（实践类）获奖名单
（按姓氏音序排列）

郜晏中（男） 浙江锦绣·育才教育集团

刘 畅（女）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刘希娅（女）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

鹿建平（男） 山西省晋中市教育局

孙先亮（男）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俞正强（男） 浙江省金华市环城小学

第二届“明远教育奖”（研究类）获奖名单（按姓氏音序排列）
褚宏启（男）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育现代化的

路径———现代教育导论（第 2 版）》
蒋 凯（男） 北京大学 《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市

场的挑战》
李 玲（女） 西南大学 《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教育体制

机制研究》
刘宝存（男） 北京师范大学 《为未来培养领袖：美国

研究型大学本科生教育重建》
刘善槐 （男） 东北师范大学 《科学化·民主化·道义

化———论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决策模型的三重向度》
张学文（男） 《新华文摘》杂志社 《大学理性研究》

第二届“明远教育奖”（海外中国教育研究
杰出贡献奖）获奖名单

亨利·列文（Henry M. Levin） 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

许美德（Ruth Hayhoe） 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
顾明远教育研究发展基金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经专家通讯评审、专家会议评审和理事会审议，第二
届“明远教育奖”共推选出 6 名教育实践工作者、6 份教育
研究成果和 2 名面向海外的中国教育研究杰出贡献奖得
主。 为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现将拟获奖名单予
以公示，公示期为 30 天。 如对评选结果有异议，请于 9 月
30 日前将意见反馈至“顾明远教育研究基金”秘书处。

联 系 人：朱晓玲
邮 箱：myeduprize@bnu.edu.cn
联系电话：010-58800138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楼 348 办公室
邮 编：100875

第二届“明远教育奖”评选结果公示

信箱：jiaoshidubaohui@163.com

盼更多 “李格平
式”校长涌现

读了 《中国教师
报 》 第 572 期 头 版
《“教 书 是 个 良 心 活
儿 ”》的报道 ，不禁为
李 格 平 校 长 拍 案 叫
好。在他身上，我们看
到了一名校长如何面

对困难、大胆创新，把一所名不见经传
的学校建设成为凉城县乃至乌兰察布
市知名学校 ,看到他“吝啬”与“大方”
的两面, 看到他如何严以律已而又宽
以待人,看到他对待工作何等认真，对
待师生、家庭多么有情有义。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 有了这样的
校长，还愁教师不爱岗敬业吗？ 还愁学
生难教育吗？ 盼望在中国的大地上，涌
现出更多像李格平这样的校长！

（山东省邹平县实验中学 李恒功）

编者回应： 凡是真正一心做教育
的人，终会被这个时代记住，为人们所
称颂。只是，我们不希望总是“春蚕到
死”的那一刻，人们才追悔莫及。我们
真心期待众多“李格平式”的校长好好
活着，为推动教育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而一直奋斗。

思路一变天地宽
细读《中国教师报》第 572 期《留

守儿童教育，也可以这样做》一文，身
为农村教师的我，顿时豁然开朗。 农
村教师经常面临一个困惑，即与学生
家长的沟通交流总是不顺畅，留守儿
童的家校配合教育成了难题。 这篇文
章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既然
家长来不了学校，那教师就可以走进
学生家庭。 在今后的教学和班级管理
中，我会像湖南省龙山县三元乡的教
师们一样 ，走进学生家庭 ，真正走进
学生心中。

（河南省邓州市穰东一初中 张辉）

编者回应：张辉老师可谓是读报、
用报的典范，点赞！解决留守儿童教育
问题，关键在于建立顺畅的沟通机制，
让教师、家长、儿童之间直抵心灵进行
交流。我们将持续关注类似案例，不断
发掘能够供各地借鉴的经验。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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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本报发起的一项为传统中小
学名师提供信息技术公益培训的活动，得
到了分外热烈的欢迎和反响。

PPT 里随手画的一根直线， 可以变
作起伏的山峦？ 仅凭工具栏中的几个画
图工具，可以绘制出卫星绕地球飞行的模
拟动画？ 貌似熟悉的 Word 与 Excel，竟能
根据平时记录的数据，自动生成对学生较
为准确的评价语？

这，还是你经常使用、自认为熟悉的
那套 Office 软件吗？

“原来 Office 还可以这样玩！ ”8 月 30

日，“插翅膀工程”公益行动走进贵州省铜
仁市，负责对该市各县区 100 余名骨干教
师进行新技术培训。 参训教师在见识了
Office 的“神奇应用”后，由衷地发出惊呼。

制造“神奇”的是一位 50 岁前几乎没
有接触过信息技术，直到 2003 年“才知道
电脑如何开关机”的“老教师”。 而今，年
近 60 岁的他是本报特聘专家、 上海市七
宝中学特级教师，出版了 6 本信息技术应
用专著， 并被微软公司聘为精英培训师。
他叫马九克。

一位来自中国经济高地的 “新潮教

师”，将给贵州东南山区的教师带来什么？
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马九克马不停

蹄，连续做了 4 场报告。 从微课程与翻转
课堂的理念认知，到 Office 常用软件的教
学应用，再到工作中各类软件使用小技巧
的介绍， 他从一名一线教师的实际出发，
以“问题解决”为出发点，给学员带来了耳
目一新的体验。

铜仁市碧江区教育局中小学继续教
育工程办公室负责人马尼娅本没有接到
培训通知，但在听说“插翅膀工程”来到铜
仁后，悄悄地前来“偷学”，没想到这一次

学习，让她大开眼界。
马尼娅平时的工作需要频繁用到

Office 办公软件。 调查问卷的设计、表格
的制作、文档的编辑与打印，由于涉及数
据多，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在培训
中了解了问卷星调查软件使用、 邮件合
并、批量替换等新功能后，忽然感觉“一切
都变得简单了”。 譬如， 通过问卷星网络
调查软件，受调查者可以在手机或电脑上
填写并提交问卷，而调查结果也可以及时
在终端上生成，一目了然，省去了人工统
计的繁琐步骤。

“原来，之前那么多重复劳动都是不
必要的。 ” 马尼娅说，“新技术的使用，将
使我们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

除了学习到许多方便而实用的小技
巧外，让更多教师感觉受益匪浅的是“思
维方式的转变”。

在 PPT 中画出一根不规则的管道，
需要多长时间？ 画出一个精确的表盘，需
要几个步骤……平日里，在教师们看来需
要耗费“半天工夫”的任务，因为马九克所
介绍的“极限思维、对称思维、减半思维”
的运用，竟可以在 1 分钟左右完成。

“在信息化环境中，一切皆有可能。
重要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一种信息化思
维。 ”马九克在培训中一再强调，创新的
思维、能力是教师尤其需要的。

这项接地气的培训， 让许多教师感
觉“拨云见日”，部分意犹未尽的学校甚
至要求培训师驻校进行专项培训， 更深
层地为教师插上新技术的翅膀， 让教师
借力腾飞。

“未来学校里，信息技术不会取代教
师，但精通信息技术的教师很可能会取代
不懂信息技术的教师。 ”马九克说，“由中
国教师报发起的‘插翅膀工程’，致力于对
教师进行信息技术专项培训，消灭信息化
时代的‘文盲’。 我期待着，每一名教师都
能成为一粒信息化的种子， 播撒希望，造
福一方……”

中国教师报公益项目“插翅膀工程”走进贵州省铜仁市

为名师插上信息技术翅膀
平时耗费半天的工作，一分钟就搞定

□ 本报记者 黄 浩 郭 瑞

哈克里学校：
支持有效教学而非“技术灌输”

□特约记者 沈祖芸

随祖芸看美国教育⑤

中国教师报教育新闻人俱乐部，诚
邀读者网上注册， 成为我们的特约通讯
员和通讯员。这里是每个教育人的舞台。
（投稿邮箱：zgjsbxinwen@163.com）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记者在一线


